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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原生物学系主任陈阅增教授（1915-1996）主编的《普通生物学——
生命科学通论》于1997年7月出版。
本书是第2版，编写仍然遵循第l版的原则。
这里首先对陈阅增教授和他编写此书的指导思想作简要介绍。
　　陈阅增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195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他是一位严谨而又勤奋的科学家，在原生动物学、细胞学等方面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他是鞭毛虫吞食性营养的发现者。
他对杆囊虫营养的研究堪称原生动物学的一项经典性工作。
他和他的学生曾对四膜虫和游仆虫的有性生殖进行系统的细胞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
他曾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理科生物学教材编
审委员会主任等职。
　　陈阅增长期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任教，1956年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等业务工作。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生物学系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
“文革”以后，他于1978年出任生物学系主任，着手恢复和重建生物学系各专业的教学、科研秩序。
陈阅增认为，当时存在着一种专业愈分愈细，基础愈搞愈窄的倾向，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力主“
宽口径，厚基础”。
他主张开设普通生物学课程，并把它作为重点进行建设。
陈阅增关于开设此课程和编写普通生物学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生物界既有极大的
多样性，又有高度的统一性。
生物界是一个整体。
在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在生物体的稳态、发育、遗传、适应与进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对生物界普
遍适用的规律。
生命科学内容丰富多彩，是完整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因此普通生物学应该成为生物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一个首先必须达到的知识平台。
　　2．普通生物学是一门具有通论性质的课程，它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了解生命科学的全貌和获
得普遍的规律性的知识。
这些知识可能是比较“古老”的，也可能是比较新的科学成果。
如果涉及到比较深奥的知识，则应该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而把详尽的论述留给后续的课程。
　　3．生物界是由多个结构层次组成的。
在各个层次之间既有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也有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
在普通生物学中既要重视分子、细胞层次的生物学知识，同样不可忽视宏观层次的生物学知识，不能
有所偏废，而要让它们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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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陈阅增先生主编的（普通生物学——生命科学通论）
的修订版。
本版的编写仍然遵循了陈先生编写第1版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按生物界的结构层次从低到高安排内
容，同时根据近年来生物学科的发展趋势，对整体框架作了较大调整，全书36章中有33章重写，另有3
章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全书共分7篇36章，涉及细胞与生物大分子，动物的形态与功能，植物的形态与功能，遗传与变异
，生物进化，生物多样性的进化，生态学与动物行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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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8位资深教授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较好的深度
、广度和学术价值，深入浅出，可读性强，可作为生命科学各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中学生物
教师及相关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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